
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是修正主义的共同特征

学习列宁关于批判伯恩施坦的论述

罗徽武 王洪楚 陈昌鑫

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坚持

还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党内最大的不肯改

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炮制 “三项指示为纲”
的修正主义纲领乡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反

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是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可耻背叛。在

当前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重温列宁关于批判伯恩施坦的论述,使我

们更加认清了邓小平的修正主义本质,更加认清了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是修正主义的共同

特征。

(--)

修正主义者都竭力抹杀阶级矛盾,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从而否定

无产阶级专政。        ∷

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马克思主义就同内部的一个反马克思主义派别进行斗争 ,

这个派别叫做伯恩施坦派。 “曾经是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的伯恩施坦以最嚣张的态度和

最完整的形式提出了对马克思学说的修订”
。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思想内容,在政治方

面就是 “修订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即阶级斗争学说
”
。列宁指出,修 正主义是

“
自由资产阶

级的观点体系
”
,修正主义者是 “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伯恩施坦作为资

产阶级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代理人,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挽救腐朽没落的资本

主义制度被无产阶级彻底埋葬的历史命运,竭力抹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尖锐矛盾 ,

否认阶级斗争,反对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借口在帝国主义时代出现

了垄断组织这样一些 “经济发展中的新材料”,断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有
“减

弱”和 “缓和”
下去的趋势。列宁坚决驳斥了这种谬论,指出资本主义愈发展,垄断组

织的出现, “使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变本加厉,使无产阶级的生活更加没有保障,资本的

压迫更加严重,从而使阶级矛盾尖锐到空前的程度。”伯恩施坦还竭力否认国家是阶级

统治的工具,否认资产阶级国家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暴力机器9百般美化资产阶

级民主。他硬说普选权已经是 “
大多数人的意志

”
起支配作用,已经使 “民主即使实际

上还没有消灭阶级,但原则上已经意味着统治阶级的消灭”。因此,他鼓吹阶级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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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 “用不着炸毁它”, “只需要继续发展”,宜扬通过议

会道路 “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对此,列宁坚决地进行了揭露和批判9指出:资本主义

社会的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即使 “在
‘
民主’

资本主义的自由下,经济上的差别并
没有缩小,而是日益扩大,日 益加深。议会制度并没有消除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作

为阶级压迫机关的本质,而是暴露这种本质。”否认帝国主义时期的阶级矛盾,掩盖资

产阶级国家的阶级实质,要害是反对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正如列宁所

深刻揭露的: “伯恩施坦主义者过去和现在接受马克思主义都是把马克思主 义 直 接 革

命的-面除外的。他们不是把议会斗争看作专门适用于-定历史时期的-种斗争手段,

而是看作主要的、几乎是唯-的斗争形式,因而也就不需要
‘
暴力’

、 ‘
夺取’

、 ‘
专

政
’了。”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正是步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之流的后尘,

竭力否认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毛主席指出: “他不懂马

列,代表资产阶级”, “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

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

邓小平正是伯恩施坦一类的资产阶级代

表人物。然而,他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党内走资派,代表了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的利

益和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愿望,因而就比老修正主义伯恩施坦更嚣张、更危险。在社会
主义时期, “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的被推翻 (哪怕是在-个 国 家 内)而凶猛十

倍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是更加尖锐、更加复杂了。邓小平却竭力否认

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顽固地坚持伯恩施坦主义立场,并有过之而无不及。伯恩施

坦鼓吹在帝国主义时期阶级矛盾 “缓和
”

和 “减弱”了,邓小平则 “要讲几句新话”。

早在我国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胜利时,他就说什么 “阶级矛盾基本解决了”
,

“阶级已经基本消灭了,就不应该强调阶级斗争
”。这 “新

”
就新在把 “缓和”

发展为
“解决”,把 “减弱”

发展为
“
消灭”,真可谓 “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经过无产阶级

文化太革命,他的伯恩施坦主义立场并没有改变。他重新工作不久,就提出
“三项指示

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甚至说什么 “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要 “一切围绕四个现代

化转
”,企图把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统统 “转”掉,公开向毛主席的指

示和党的基本路线猖狂进攻。伯恩施坦 “修正主义企图真的修订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即
阶级斗争学说”。在这方面,邓小平不愧为伯恩施坦的高材弟子。

(=二 )

修正主义者否认阶级斗争,必然要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

行全面专政。

列宁在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时指出: “
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

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同庸俗小资产者 (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
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

”
马克思主

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产生的前提。因此,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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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阶级斗争、修订马克思主义的人,必然要在无产阶级专政这块试金石面前活现出修正

主义的原形。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者疯狂反对无产阶级用暴力夺取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变

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他胡说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政权是 “̄ 部分一部分的夺

取政府权力
'。

而米勒兰的这种叛变行径,正如列宁所谴责的是
“
傲出了实践伯恩施坦主

义的绝好的榜样
”,是 “用阶级合作的言词来博得整个资产阶级世界的欢心”。伯恩施

坦还竭力丑化无产阶级专政9叫嚷无产阶级专政
“这个名词在今天已经大大落后于时代

了”, “是属于较低的文化
”, “是一种倒退”,恶毒玫击无产阶级专政是

“恐怖独裁

统治”,必须赋予 “某种稍微缓和
”

的意义。列宁严肃地批判了这种
“
过时

”
论,指出:

无产阶级专政
“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9对于资本主义和

‘
无

阶级社会
’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应当

“缓和
”

而是 “必须采取严酷无情和迅速坚决的暴力手段来镇压剥削者即资本家、地主

及其走狗的反抗
”。针对伯恩施坦、考茨基之流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独裁”
的谬论,列

宁还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为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对地主和资本家实行的专政,是 “新型

民主的 (对无产者和-般穷人是民主的)国家和新型专政的 〈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国

家”,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民主进入了崭新的阶段,阶 级斗争也提高到了更高的阶段,

而使-切 形式都服从它。”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因而一切修正主义

者不仅修订它9更要大造反革命舆论,疯狂攻击和直接反对它。伯恩施坦扬言 《共产党

宣言》中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是五十年前作的,岜经
“
过时

”
了,雨后来 “社会关系的尖

锐化没有按照巛宣言》所描述的方式实现
”,公然宣称要向马克思主义 “保守的传统

”
、

“教条
”

、 “空想论”等宣战。他还恶毒攻击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阉割了 马克 思 主

义, “对马克思较晚的言论断章取义地给予一种愚蠢的和最粗糙的解释”。正如列宁所

指出
“不能想象还有比这种歪曲马薨思的行为更粗暴更丑恶的了”。因此,列宁庄严宣

告: “为保卫马克思主义基础而进行坚决顽强的斗争,又成为当前的迫切任务了。” ‘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也正是步伯恩施坦之流的后尘,疯狂反对无

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他抛出
“三项指示为纲”

的修正主义纲领,反对以阶级

斗争为纲9否定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就是否定和反对无产阶级实行对资产阶级的

专政。他象伯恩施坦拚命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那样,竭力维护旧的生产关系,破坏和

瓦解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他伙同刘少奇反对合作化,拚命反对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对资产

阶级法杈加以限制,竭力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妄图捍卫自己的特权地位,为颠覆无产阶

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培植社会基础。他象伯恩施坦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过时”那样 ,

早在一九五七年便公然声称 “我们过去专政多了,以后可以放宽些”。他刮起右倾翻案

风,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妄图恢复文化大革命前上层建 筑 若 干 领

域里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的严重局面。他大造反革命舆论”制造种种奇谈怪论,公

然反对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反对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萁中包括各个

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他利用手中的权力,有纲领、有舆论、有组

织、有部署地向党进攻,同无产阶级专政较量。他所代表、依靠、保护和煽动的一小撮

阶级敌人,终于狗急跳墙,在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恶毒攻击毛主席领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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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专政目家是
“
秦皇的封建社会

”,恶毒咒骂坚持马列主义的共产党入是 “阉割马

列主义的秀才
″9而要

“
真正的△列主义

”,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毛主席

为首的党中央,妄图颠覆无产阶及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三 )

修正主义总是篡改党的纲领、策略来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9反对党的最终

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个 f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 《共产党宜言》咩孑就指明

了党的纲领和任务:党的最近目的和任务是 “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

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敢权”;党的最终目的和任务是彻底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

伯恩施坦抛出
“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

的反动公式”就是对党的纲领策

略的根本篡改。列宁曾经深刻揭露了这个反动公式的修正主义实质,指 出 :‘
‘伯恩施坦这

句风行-时的活,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修正圭义的实质。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

事变,迁就微小的谶治变动9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

本主义演变的鋈本特点9为谋取实际的或可以设想的-时的利益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

益,——这就是修正圭义的跛策。
”列宁还进一步深刻揭露了伯恩施坦宣扬这个反动公

式的险恶用心,指出:推崇没有终极的运动是为了迎合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需要 ,

是 “
鼓吹

‘
不要便资产阶级退出

9的恐惧策略”,是反对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

政。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宣扬这个公式,否认党的最终日的,就是 “否认阶级 斗 争 的 理

论”9 “坚决否定无产阶级专跛的思想”。列宁在创建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斗争

中,针锋相对地提出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任务是 “绲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领导这-

斗争,争取达到最终囝的——曲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缌织社会主义社会。”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鼓吹
“
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反

动谬论9就是伯恩施坦 “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这一反动公式在新形势

下的翻版。乇主席指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9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
‘
白猫、黑

猫
’啊,不管是帝圃主义还是马克思芏义。”这是对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本质的深刻

揭露和批判。X阝 小平鼓吹 “白猫黑猫”论”推行 “三项指示为纲”
的修正主义纲领,就

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党的基本纲领。他所谓 “捉住老鼠”
的好猫9就是 “只要

能增产
”◇于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唯一的任务就是搞生产建设,什 么阶级斗争夕

什么无产阶级专政9什么共产主义远大目标,都统统没有了。这就彻底否定了我们党的

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9hi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

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邓小平在鼓吹这一谬论时9

还作了特别解释: “社会主义优越在哪里呢?前几年还可以看出优越眭,这 几 年 不 行

丁,不能吹 t← 了
”, “生产丈系什么形式为好⋯⋯就采取哪种形式”, “只要能增产”半

干tL可 以
”

◇这就十分清楚地说明,在这个党内的老走资派眼鬯9社会主义制度不灵了,

应当取消。资本 ⒈义制度好,应当采取;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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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专政的区别是没有的。他的罪恶目的就是把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倒退为个体经济,把社

会主义制度倒退为资本主义制度,把无产阶级专政倒退为资产阶级专政。其实,邓小平

的最终目的是有的,就是复辟资本主义。这就清楚说明,这一谬论和伯恩施坦的反动公

式,具有相同的修正主义实质。他正是用 “增产
”这个 “实际的

”
、 “可以设想的

”一

时利益,来蛊惑人心,唆使人们走资本主义道路,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历史常常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修正主义路线头子邓小平,重弹修正主义祖师爷

伯恩施坦之流的调子,采用他们的观点,使用他↑l的手段,来攻击和修订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来否定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充分说明新老修正主义者都是一路货

色。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修正主义的一个共同特征。

列宁曾英明预示:十九世纪末叶马克思主义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 义 的 斗 争,只是
“向着本阶级事业的完全胜利迈进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伟大战斗的序幕

”。今天,我们

同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正是这场斗争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和深入。我们已经取得

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还必须深入进

行下去。一小撮阶级敌人,还会继续进行垂死挣扎,我们决不可松懈斗志。让我们更高

地举起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旗帜,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反击

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上接·17页 )

跨进了 “社来社去”大学。              、

无论邓小平怎么攻击,我们走 “七 ·二一”指示道路的决心是八干个雷霆轰不倒,

十二级台风吹不动的。 “剥削者愈是千方古计地拚命维护旧事物,无产阶级也就愈要更

快地学会把自己的阶级敌人从最后的角落赶走,挖掉他们的统治老根”。让绝望的敌人

去哀号吧,我们将把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战鼓擂得更响,坚定不移地在毛主席指引的
“七 ·二一”道路上前进,昂首阔步,迎接共产主义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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